
最新大班传统教案(大全8篇)
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及时根据小班教案的实施情况调整和改
进教学策略，提高教学效果。下面是一些初二教案范文，供
大家学习和借鉴。希望这些范文能够帮助大家提高教学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

大班传统教案篇一

本节课通过赏美食、说美食、吃美食的故事，引导学生欣赏
中国饮食文化的特点。感受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智慧，培养民
族自豪感。使学生感受到中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激发学生
进一步探索食文化的兴趣。

优点之处:

2.学生是在一定情境下，借助于老师的帮助，及与同学的协
作、交流，同时利用学生已知信息为基础，通过意义的建构
而获取认识，符合教学规律。

不足之处:

1.识字课，识记字形没有贯穿与课堂当中。

2.写字时间不够10分钟。

整改措施:

通过这节课的教学，我也深刻认识到：我们要从学生的实际
情况、实际需要、实际能力出发，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自己，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新课
程标准的要求，我们才能让学生真正做到快乐学习、高效率
学习！



小百科：食品，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
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
目的的物品。

大班传统教案篇二

1、能准确快速接收并传递同伴发出的信号。

2、体验与同伴合作取胜的快乐。

幼儿分成若干小组。每组站成一排或者一个圆圈。

1、导入：“今天我们玩个拍电报的小游戏，你们是小小电报
员，老师这里有一份很紧急有很重要的电报，需要马上送出
去，看看哪组电报员能够最后成功送出，并且正确又快
速。”2、游戏玩法：教师小声地将电报数字号码告诉每组的
第一个幼儿，不能让其他的幼儿知道，然后听信号拍电报。
第一个小朋友将右手在第二个小朋友左手心按老师说的数目
点几下(例如电报数字是5就用手指轻轻点5下)，依次往下进
行。由最后一个小朋友报出电报的号码，看看哪组的电报拍
的快、拍的准确。

3、游戏规则：当老师发口令后，各组幼儿按传递的指令，开
始拍电报。最后一个幼儿得到电报后要举手，并把数字写在
纸条上。

4、游戏可进行2至3次。

5、游戏结束，教师小结。

本次活动巩固了幼儿对数的概念，而且孩子们把数字一个一
个的传下去，通过敲击手掌的次数幼儿收到信息，发展了幼
儿的`触觉、注意力和记忆力。整个活动幼儿基本上是在比较
安静的氛围下进行的。他们对游戏非常感兴趣，孩子们都是



在专注的拍电报，这里面也渗透了蒙氏“安静”游戏的内容。
因为大班幼儿比较好动，竞争意识强，所以在活动进行中有
部分小朋友没能更好的遵守游戏规则。我觉得这是以后工作
中的重点。

大班传统教案篇三

1、幼儿分成人数相等的两组，一组一幼儿进行完毕，换第二
组幼儿跳，交叉进行。

2、玩法

将沙包用手投入第一格，幼儿单脚跳至沙包处，双脚夹住沙
包抛上第二格，再单脚踢入，重复上面的玩法，依次完成。
到门口后双脚夹沙包踢，用手接住。第二名幼儿再将沙包投
入第二格，依次进行。如果哪通过的人数多为胜方。

3、组织幼儿进行活动，老师指导，让每组完成游戏的幼儿分
别站在一方，违犯规则的幼儿站在另一方。进行比赛。

4、老师根据幼儿的游戏情况进行评论，将红旗奖给优胜队，
激发幼儿玩沙包的兴趣。

大班传统教案篇四

1、了解中国关于传统食品饺子、粽子、月饼的知识。

2、萌发对中国传统食品文化的热爱之情。

3、懂得谦让、分享，能注意餐饮礼仪。

4、积极的参与活动，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

5、能学会用轮流的方式谈话，体会与同伴交流、讨论的乐趣。



大班传统教案篇五

1、出示图片，简单介绍外国传统食品文化。

2、师：今天我们不仅了解了中国的几种传统食品，而且还品
尝了，平时，我也看见你们带了外国传统食品来幼儿园吃，
那么回家后可以要你们的爸爸妈妈告诉你们有关外国传统美
食的故事。

大班传统教案篇六

现在的孩子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被电子产品绊住了脚步，已经
很少有孩子会玩一些传统游戏了，我们小时候常玩的那些游
戏现在已经渐渐的被人遗忘了，这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是一
种损失，“跳房子”是在我国广为流传的一个传统游戏，这
个游戏简单有趣，又不受环境的局限性，可以让孩子通过一
系列自主的探索、交流活动，尝试迁移、运用各种经验对游
戏的玩法大胆进行再创造，使该民间游戏的`玩法得以有意义
的拓展，赋予民间游戏更丰富的教育内涵。

大班传统教案篇七

对付游戏的生成的喜好，孩子们传闻做“捉龙尾”的游戏都
很开心，只是开端，因为对童谣不熟习，弄法也不熟习，有
些无所适从。我想应当早让孩子们熟习一下童谣会更好一些。
颠末频频的实践游戏，幼儿园教育随笔孩子们对付童谣以及
游戏的弄法有了更进一步的熟习。我想在教孩子们游戏内容
的时间，我们不消什么说教，而要引诱孩子们在游戏的实践
中熟习游戏的弄法及法则等，如许更得当这个年事阶段的孩
子们。“捉龙尾”游戏是一个团体游戏，须要幼儿之间的密
符合作。以是，本次游戏既熬炼了幼儿的反响本领，又造就
了幼儿联合协作的精力，幼儿很喜好到场运动。



大班传统教案篇八

1、引导幼儿在愉快的游戏中尝试手脚着地向前爬以及正、侧
面钻的动作，发展幼儿动作的柔韧性，提高身体的协调性。

2、培养幼儿合作游戏的能力。

3、初步培养幼儿的创造性。

4、感受运动的快乐，愉悦身心。

5、培养幼儿团结合作的观念。

一、场境的布置今天，我们来做个“小猴”救“白龙马”游
戏。这个游戏主要是“猴王”听说师傅的“白龙马”被妖怪
抓起来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昨天“猴王”已经侦察到“白
龙马”被妖怪关在“宫殿”里。去“宫殿”要经过的地方，
我己经画出来了。

展示示意图：

下面请“小孩们”动脑筋，根据场境的示意图把这个场境布
置出来。

自评：教师大胆地放手，让幼儿边看图示、边讨论、边操作，
小组之间也显得非常团结合作。幼儿用自己感兴趣的方式来
完成场境布置，充分体现了幼儿的自主性、参与性和合作性。
例如a：男孩们看到图示都主动分成小组抬桌子，把桌子拼成
山洞。女孩们都抬垫子、搭塑料圈。例如b：“金箍棒”25根，
孩子们自行拼成小路，有的幼儿不同意拼成小路，这就产
生“矛盾”。但有的幼儿说：“图上的天然山洞要我们一起
拼搭，还要把金箍棒举起来呢”。

二、小猴练功



活动伊始，教师扮演“猴王”幼儿扮演“小猴”，音乐响
起“猴王”从自己身上拔起一根毫毛放在嘴边一吹，紧接着
大喊一声：“孩儿们起床了”，“小猴”齐声
说：“是”。“猴王”和“小猴”同时双手放在自己的额头
旁，做观察事物的动作。师、幼根据猴哥的音乐磁带，一起
模仿孙悟空的动作练习基本功。为了能顺利地救出“白龙
马”，我们必须了解“地形”，熟悉“地形”下要孩儿们开
始操练吧。幼儿根据自己的需要，反复在场地上大胆尝试手
脚着地向前爬行以及正、侧面钻的动作等。在练习过程中，
教师不断鼓励幼儿动脑筋、想办法克服困难。自评：集中幼
儿的注意力，激起大脑皮层的兴奋，通过基本功练习使身体
各器官快速进入状态，同时故事引入的方式，激发幼儿主动
参加体育锻炼的兴趣。幼儿在尝试中表现大胆、积极和主动，
通过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动作练习，想象力丰富，有些幼儿
还有所创造。但也存在少部分幼儿过度兴奋的现象。例
如：“小猴”在模仿孙悟空地上打滚的动作时，显得特
别“神龙活现”。

三、智救“白龙马”“猴王”交待

游戏规则：

1.戴好孙悟空面具，否则“白龙马”不认识你们。

2.一路上要注意安全，跟好“猴王”。否则被“妖怪”发现
了会有生命危险。

3.要坚持不懈、勇敢地完成任务，不怕困难。

四、活动结束幼儿以小组为单位，协商分工收拾活动器械。
自评：最后一个环节是真正让幼儿体验到体育活动给他们带
来的快乐。并注意培养幼儿善始善终、坚持不懈，组织幼儿
有条不紊收拾器械、打扫场地。例如：当“小猴”们戴上自
制的面具时，相互嬉闹，兴奋。



1.“西游记”童话是孩子们最美丽的梦境，但这些故事都发
生在遥远遥远的地方。现在让幼儿自己来扮演“小猴”，让
他们进入迷人的神秘世界，孩子们感到无比欢欣。身处迷人
的故事情境，幼儿的非凡想象油然而生。老师允许适当自由
发挥，孩子表现自己的自由空间，使孩子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和兴趣倍增。

2.采用尝试发现、探索模仿、分工合作的方式，使幼儿变被
动为主动、快乐的学习。幼儿自主参与游戏场境布置，收拾
运动器械，改变了过去由教师事先拟定好活动内容和活动规
则，幼儿只是被动参与的现象。幼儿大胆的探索，动脑筋、
想办法并能够根据示意图，分工合作完成场境布置。这样既
显示了个人的价值，又能体现合作的力量，促进其集体荣誉
感的形成。

3.在整个过程中，老师以参与者、引导者、合作者的角色出
现，帮助幼儿不断尝试、不断探索、坚持不懈、克服困难完
成场境的布置。幼儿通过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完成场境布置，
训练身体的`协调性，幼儿基本处于一种自己学习、相互学习
的状态。

4.如果层次性再突出些，更能满足不同发展水平幼儿的发展
需要。


